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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场合成营战术训练在陆军

某旅进行。激战正酣时，该旅某营战术小

队指挥员、二级上士于吉翔，突然失去与

营指挥所的通联。

“不好！是电磁压制。”

眼看战斗进入白热化，于吉翔将手伸

向身后的战术背包，凭借肌肉记忆将备用

通信模块取出，快速安装在单兵电台上，

中断的通信很快恢复畅通。

战场另一头，正在执行突击任务的列

兵周云飞，突遭“敌”暗堡火力压制。他从

战术背包一侧摸出两枚发烟弹，投掷在通

路上。趁着烟幕掩护，周云飞迅速绕开暗

堡。

完成突击任务，趁着战斗间隙，周云

飞 从 连 队 军 械 员 处 ，重 新 领 回 两 枚 发 烟

弹 ，放 置 回 战 术 背 包 中 预 设 的 携 行 模 块

中，“每件装备器材都有固定位置，我们在

作战中取用更加得心应手。”

该 旅 侦 察 连 刘 连 长 也 有 相 同 感 受 。

他以一次参训经历向记者介绍：“别小看

一个背包，我曾在这上面栽过跟头。”

多年前的一次对抗训练，刘连长带领

侦察分队执行渗透破袭任务。刚刚“摸”

到“敌”炮兵阵地，演习地域天气突变，刘

连长使用的光学侦察设备性能下降。他

决定启用备用的红外侦察器材。

由于该器材放置在携行背包的最底

层 ，刘 连 长 只 能 将 背 包 中 叠 放 的 各 类 物

资 一 股 脑 倒 出 ，这 才 取 出 了“ 压 箱 底 ”的

设备。

就在这短短几分钟内，“敌”炮兵已完

成射击准备。这次渗透破袭任务以失败

告终。

“ 未 来 战 场 ，每 一 分 、每 一 秒 都 很 宝

贵，胜负往往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回忆

那次行动，刘连长直言遗憾。他拿出新配

发的模块化战术背包向记者介绍说：“如

今有了它，类似的问题不会重演了。”

对 于 这 款 新 型 战 术 背 包 ，刘 连 长 如

数 家 珍 ：背 包 设 计 了 顶 端 、底 部 和 两 侧

多 个 开 口 ，在 结 构 上 包 括 主 仓 、副 仓 和

多 个 功 能 分 区 ，每 个 分 区 又 可 以 利 用 带

卡 榫 的 硬 质 材 料 进 行 模 块 化 组 合 ，以 便

承 载 固 定 形 状 不 同 、大 小 各 异 的 物 资 器

材 ，确 保 官 兵 在 不 同 作 战 条 件 下 装 配 和

取用。

记者随机出题，让刘连长从包中取出

战场急救器材。

只见他单手向携行的战术背包摸去，

解开卡扣、向外一抽，仅数秒便将所需器

材取至面前：“如今，每项物资器材都有固

定的仓室和位置，我们只需‘一摸、一拉、

一卡、一抽’就能完成取用。”

“‘ 小 背 包 ’有 了‘ 大 变 化 ’。”刘 连 长

坦 言 ，“ 过 去 作 战 ，不 同 兵 种 任 务 单 一 ，

所 需 携 带 的 物 资 器 材 就 那 几 样 ，一 股 脑

塞 到 一 起 也 无 妨 。 未 来 作 战 ，要 素 模 块

化 编 组 、人 员 模 块 化 编 配 ，单 兵 用 到 的

物 资 器 材 多 且 杂 ，模 块 化 战 术 背 包 便 应

运而生。”

对 于 这 款 实 用 的 背 包 ，刘 连 长 感 慨

道：“它已不再是过去的‘方便袋’，而是我

们未来作战中的‘好助手’。”

新型战术背包：“方便袋”变身“好助手”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特约通讯员 刘 卓

接到编入火力分队参加演习的通

知，陆军某旅中士彭凯煜走进连队物资

库房，按照火力作战保障需求清单，重新

整理需要装入背囊、战术背包和战术背

心的装备和物资。

通过“小背囊”透视“大保障”。今

天，战士参加演训，“背包”里到底装着

什么？

“ 过 去 编 入 侦 察 分 队 参 加 行 动 ，

我 们 携 带 的 是 体 积 小 、噪 音 低 的 侦 察

类 设 备 ；如 今 编 入 火 力 分 队 ，我 们 需

要 携 带 的 物 资 随 之 发 生 变 化 。”彭 凯

煜 说 ，近 年 来 在 演 训 一 线 ，作 战 模 块

化 编 组 已 成 常 态 ，身 为 作 战 支 援 营 的

一 员 ，他 常 常 被 编 入 其 他 作 战 编 组 参

加演习。

“ 如 今 ，小 到 单 兵 要 素 ，大 到 小 组

和 分 队 ，都 如 同 这 款 战 术 背 包 的 多 元

化、多样化功能模块一样，随时可能被

安 排 到 不 同 位 置 、发 挥 不 同 功 能 。”彭

凯煜说。

积木化拼接——

随着合成化程度越
来越高，战备装具需要
“模块搭载”

这是一场配合密切的战术训练。

当时，该旅正在组织合成营战术训

练，对“敌”实施迂回穿插课目组训时，

一支战术小队趁着夜色，抵近“敌”阵地

侧翼。

看到远方一发信号弹升空，几名小

队成员当即展开行动——

无人机操作手从战术背心上取下

无人机，实施空中战场警戒；工兵从战

术 背 心 上 取 下 爆 破 设 备 ，迅 速 展 开 障

碍破拆。

与此同时，便携火器炮手迅速设置

阵地，并依托挂载在背心上的单兵通信

设备，同组内步枪手保持通联。在炮手

的火力掩护下，小队内步兵开始向“敌”

阵地薄弱环节发起进攻……

此 次 训 练 ， 小 队 成 员 配 合 密 切 ，

圆 满 完 成 预 定 任 务 。 在 返 营 整 理 装

具 时 ， 记 者 从 官 兵 携 带 的 背 囊 上 发

现 了 一 个 细 节 ： 几 名 队 员 的 战 术 背

心 上 配 备 的 装 具 模 块 各 有 不 同 ， 背

心 上 粘 贴 的 部 职 别 标 识 贴 牌 也 不 尽

一致。

“我们来自不同连队，使用不同标

识贴牌。”二级上士孙伟欢为记者解开

谜团。

记者观察发现，一支 10 人的战术小

队，标识贴牌有六七种之多。

该营吴营长解释道：“随着合成化

程度越来越高，模块化编组的组训、作

战 机 制 也 日 益 成 熟 ，这 些 来 自 不 同 营

连的官兵，平时住在各自单位，训练时

则 按 照 作 战 编 组 所 需 ，‘ 绑 在 一 起 ’摔

打磨合。”

对于吴营长的说法，官兵参加野战

训练时穿戴的战术背心也能给出佐证。

吴营长以步枪手、中士苏清鹏为例

进行介绍——

在 编 入 侦 察 分 队 进 行 训 练 时 ，苏

清 鹏 的 战 术 背 心 上 通 常 装 配 侦 察 、伪

装 等 器 材 ，以 配 合 侦 察 兵 战 友 遂 行 相

应任务；在和火力分队协同训练时，他

的战术背心上通常悬挂执行阵地防卫

任 务 的 装 备 ；在 和 工 兵 分 队 一 起 训 练

时，他的战术背心功能“摇身一变”，更

多是帮助战友分担负重破障所需的器

材零件。

“这款战术背心所有模块能够任意

组合，在使用时像‘搭积木’一样，根据不

同需求进行拆卸搭配。”

走下训练场，苏清鹏感慨地告诉记

者，不仅是战术背心需要“模块搭载”，如

今，不同兵种、不同专业的官兵也都如同

“搭积木”一般，随时编入不同任务背景

下的作战训练中。

即时化使用——

因案组合，应急物资
准备时间大幅缩短

凌晨，月色朦胧。突然间，一阵急促

的警铃声，划破静谧的夜空。

“全营注意，执行抗震救灾任务的战

备方案，迅速完成出动准备。”根据旅队

明确的信号计划表，某营彭营长判断出

警报含义，并迅速向官兵下达命令。闻

此，官兵按照分工，紧急有序地奔向战备

库室进行物资准备。

中士张嘉昊冲进连队包库房，从置

物架上熟练地抓起他和副班长吴坤的携

行背囊，随后快步跑回班级宿舍。

此时，吴坤也从连队给养库中领回相

应物资。任务所需的其余装备器材，由班

内其他战友从不同库室中拿回宿舍。

记者现场为张嘉昊掐表，他完成以

下行动，耗时仅数分钟。

从背囊侧袋中取出原有用于作战的

野外生存物资模块，替换为战友从库房

取回的单兵睡袋；将背囊前置悬挂的某

型武器附品取下，挂上执行救灾任务所

需的工具……

“从演习演练到跨区驻训，从抗震救

灾到抗洪抢险……我们几乎是‘时时要

应急’。”战备拉动结束，彭营长组织官兵

重新将携行背囊恢复至备战出动状态。

他说，近年来，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愈发

频繁，针对不同情况明确的携行背囊物

资存储方案就有 10 余种。

“过去那种只有单一储物功能的携

行背囊不够用了。”彭营长介绍说，新型

携行背囊采用模块化储物结构，每个单

元均采取独立包装，使用时可利用卡扣、

卡榫、拉链及魔术贴等进行组合固定，帮

助官兵在面对不同任务需求时实现“随

时调整、即时使用”。

“因案组合，我们应急出动时各单元

物资准备时间大幅缩短。”彭营长对记者

说，这款携行背囊还根据作战需要设计

“外接模块”，便于官兵背负所需的不同

武器装备和物资器材。

彭营长以营属维修单元为例向记者

进行演示——

只见他利用配套的捆绑扎带，三两

下将相应维修器材固定在背囊外侧，这

款背囊便摇身一变，成为一套便携式野

战维修作业袋。

“不同于过去装载基本生活物资的

单一功能，新型携行背囊的设计，基本能

够满足不同作战单元的物资存储和携行

所需。”彭营长感慨地说，如今，面对多种

任务的不同需求，官兵已基本实现“打起

背包就出发”。

标准化设置——

野战携行装具的迭
代升级，折射部队保障理
念与方式之变

新年度训练展开后不久，该旅工兵

连淡排长受命带领全排，配属至某营执

行某战法试训任务。

接到命令，淡排长组织战士进行物资

装载。不同于过去“大包小箱”装载满满一

车的情况，如今官兵只需将七八个集装箱组

搬运至车上，便可快速完成物资准备工作。

这些年，部队不同作战要素模块化

编组已成新常态。“我们排常年被编入不

同作战编组，和其他营连战友共同执行

任务。”淡排长拿出自己的工作日志介

绍，“你看，去年一年，我们陆续完成近

10 次配属任务。”

新的编组模式，给官兵带来不小挑战。

前些年，淡排长和战友被配属至侦察

营执行演训任务。在物资装载时，淡排长却

犯了难——侦察营物资运输车储物架和

连队的规格大小不同，无论平放还是斜摆，

他们的工兵器材总是长出储物架一大截，

放在车上固定不结实，还占用大量空间。

“过去各要素‘单打独斗’，各自装具

独立储运，运输车上的置物架通常根据

各自要素物资尺寸设计制作。随着模块

化编组成为演训常态，不仅战术战法需

要改变，要素物资存储方式也应随之调

整。”淡排长说。

淡排长向记者介绍，受标准化集装

箱的启发，旅里决定对各要素物资储运

方式进行调整。

他们按照各型物资运输车和营连库

房 储 物 架 规 格 ，统 一 制 作 标 准 化 集 装

箱。自此，无论各要素编组如何变化，官

兵都可以将不同规格的装备器材统一装

入标准化集装箱，进而实现物资快速化

装载、运力最大化利用。

“别小瞧这样一个调整，有了标准化

集装箱，如今各作战要素不仅出动快，而

且行装全。”该旅领导说，野战携行装具

的迭代升级，折射部队的保障理念与方

式之变、力量编组效能之变。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一定会有越来

越多功能更加丰富、设计更加巧妙的‘行

囊’应运而生，成为官兵战场上的‘好助

手’。”该旅领导如是说。

从“ 小 背 囊 ”透 视“ 大 保 障 ”
■蔡从润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李佳豪 特约通讯员 刘 卓

记者调查

战术背心 、战术背包等装具的改

变，不仅是一次功能的跃迁，更是作战、

保障理念的转型。

进入新时代，战建新模式、动散新

状态，都对模块化编组、合成化组训提

出了更高要求。组训方式的创新，需要

作战体系内所有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

更加紧密地联系。由此，抓好各作战力

量间的协同配合，提高“小单元”间的默

契程度尤为重要。

模块化编组、合成化组训不单是人

员的整合、装备的配合，也是思想的结

合、理念的融合。各参战力量之间通过

相互协同消除彼此行动上的矛盾冲突，

促使体系作战效能倍增释放，才能实现

“1+1＞2”的效果。

在现代战争的背景条件下，新式

装具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其

功 能 也 随 着 战 场 形 式 的 变 化 而 变

化 。 装 具 革 新 升 级 的 根 本 目 的 是 为

战斗力服务，核心要义在于如何提升

战斗效能。

“单兵”是未来作战的基础单元，单

兵作战能力直接影响整体战斗能力，携

行装具则是单兵作战能力的重要支撑，

野战装具的设计只有立足现有作战模

式和装备特点，紧贴战场需求、适应任

务需要，才能实现战场制胜。

随着现代战争单兵机动力、防护力

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单兵野战携行装

具的研发方向，应更聚焦模块化细节；

更适应任务需求，提升携行效能，实现

“一物多用”，促进单兵与携行物资的有

机结合。

当今军事领域，作战理念发生深刻

变革。做好作战保障的“加减法”，方能

更好适应未来战争需求。这要求各级

指战员保持创新积极性，扎实推进军事

训练转型、保障方式革新，全面提高作

战效能。

适应战场需求 提升携行效能
■罗 杰

锐 视 点

陆军某旅官兵携战备装具参加野外训练。 苏清鹏摄

陆军某旅战士整理战备装具。 张 晨摄


